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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人物

在辽宁海滨城市营口，有一条百年历史的辽河老街，这里是营口经济和文化发祥地，也是营口历史的见
证，辽河老街记录了世事变迁，至今仍然绽放光彩。

如今，经过改造复原后的辽河老街保留了当年商贾的字号和商铺名称，这里成为营口吸引游客的一个新亮点。
始建于1896年“泰顺祥”茶庄，在重新复修后俨然成为辽河老街上的知名曲艺非遗的店家之一，“大碗茶

加曲艺”将传统艺术与创新相声相结合的形式，受到当地民众和外地游客的好评。
85后青年李曜旭是“泰顺祥”现任“掌门人”，曾经放弃南京一家传媒公司创意总监职务的他，选择回到

家乡营口，逐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用自己的方式带领团队助力传承传统文化，让“百年老店”成为营口老
街的一张亮丽名片。

回家乡创业与“百年老店”结缘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李曜旭在南京
一家传媒公司工作，工作勤奋而能力突出
的他，很快成为公司的创意总监，在工作
中，李曜旭一边继续学习一边积累经验，
慢慢地李曜旭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留在南京给别人打工，还是回老家自己
创业？”李曜旭也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经
过几番思量，李曜旭选择回到营口。

在选择创业项目过程中，偶然的机会
得知营口市为进一步挖掘老城历史文化，
为游客和市民提供新的旅游场所，促进当
地旅游经济发展，营口市委市政府提出要
充分依托古城的丰厚文化底蕴，复原老街
的商业功能，再现老街原貌的举措。

“在到老街考察时，看到了当时‘泰顺
祥’茶庄，经过那么多年，茶庄的小楼并没
有太多破损，门前的匾额‘泰顺祥’字样还
清晰可见，一下就被这三个字吸引住了，
如果能将这个茶庄还原当年的模样，再配
上曲艺项目，岂不是更好了？”李曜旭回忆
道，他的想法很快也得到了母亲的支持。

于是，在与当地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多
次交流汇报后，李曜旭的想法获得官方批
准，以投资的方式经营“泰顺祥”，也要本
着“修旧如旧，新建如旧”的原则，保证新、
旧两个时期的建筑在建筑风格上协调统
一，这样同时也突出辽河老街街区绵长的

历史触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要想传承文化，离不开研究历史。在

创业初期，李曜旭及相关部门查阅大量史
料，挖掘出“泰顺祥”历史。

原来，早在 1861年时，营口成为东北
第一个对外开埠口岸，很快成为东北重要
的商贸金融中心。

那时的辽河老街，中外客商云集、
店铺林立、街市繁华、大中小商铺达数
百家，营口“泰顺祥”茶庄正是其中之
一。

“泰顺祥”茶庄建造于清光绪二十二
年（1896 年），当时该建筑采用砖石结构，
水泥罩面，上下两层楼。茶庄的石质门框
是我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巴洛克”建筑艺
术相融合的体现，在当时新颖别致的“洋
门脸”，颇具艺术价值。

李曜旭表示，据史料记载“泰顺祥”茶
庄当时单纯经营茶叶生意，依托便利的交
通，茶叶每年销售达三万件，每件重量约
120斤，南来北往的客商在这里品茶小憩，
交流信息，茶庄也因此门庭若市。之后茶
庄随历史变迁经历的故事现在已经不得
而知，也无从考证。

“泰顺祥”茶庄犹如一个安静的聆听
者，从过去到如今，见证着营口的发展变
化，在困境中坚守文化传承。

评书表演艺术家亲临
创新演出形式获民众好评

李耀旭介绍，从对外营业开始，“泰顺
祥”就坚持将营口的曲艺文化展示给各地
的游人，尽管发展之路历尽艰辛，但李耀
旭和茶楼的工作人员及艺术表演工作者
不畏艰难困苦，苦心经营，茶楼的发展渐
有起色，先后迎来了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
芳、曲艺名家侯耀华、陈寒柏、贾承博、王
振华、杨东玉、孙晨等参观指导。

已故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先生曾
于2015年和2016年两次莅临“泰顺祥”，据
了解，单田芳老先生跟营口的渊源颇深，他
出生在营口，结婚登记、拜师学艺、初次登
台、收第四十位弟子都发生在营口。

莅临“泰顺祥”时，单田芳老先生表达
对营口父老乡亲的敬意，回忆学艺的点点
滴滴，对曲艺人感慨万分，叮嘱后生晚辈

“守住营口的曲艺阵地”。
李曜旭铭记老艺术家的话，传承传统

文化同时，还创新求变，在节目安排和演
员培养方面，李曜旭竭力付出。“我喜欢曲
艺，自己也参加相声演出，还拜师傅学习
了变脸，时常登台给观众表演。”

“百年老店，历久弥香”的“泰顺祥”，

现有签约演艺嘉宾60多人，储备的语言类
节目 200多个，“每天晚上 7时至 10时半，

‘泰顺祥’茶庄节目不断，相声、戏法、双
簧、变脸、大鼓……我们虽然叫茶庄，但其
实主要经营的是曲艺。”李曜旭说。

李曜旭说“泰顺祥”欢迎喜爱曲艺的
朋友加入，也曾鼓励台下的观众上台一起
说相声，店里面打着灯，客人可以随进随
出，不拘束反倒多了分轻松自在。

在吸纳演员方面，李曜旭给了年轻演
员提供了更多展示机会，一些原本只是爱
听相声的年轻人，在李曜旭的感召下，试着
学相声，讲相声。“我们这有在校大学生，他
们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相声，我鼓励他
们，就推行了‘带薪学徒’，来我这学相声，
不仅不收学费，还给学徒发薪水。”

“泰顺祥”为曲艺演员提供舞台的同
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机会，“最近，我
们这的一位年轻曲艺演员，被我们输送到
北京‘嘻哈包袱铺’，我们爱惜人才，也愿
意为他们提供更宽广的平台，觉得苗子不
错，我们给他们推荐到大城市，这样才能
将传统文化更好的传播传承。”

85后小伙携大学生创新相声
传承营口“百年老字号”

“泰顺祥”秉承“茗茶书曲两芬芳”的理念，为客人提供一个听书品
茶，谈古论今的场所。 本人供图

经历三次演员“跳槽”“缺位”
没客人对着桌子也要演

虽然“泰顺祥”最早是以茶为主业，但如
何更好地传承文化，李曜旭回忆当年规划如
何经营“泰顺祥”时，首先想到的评书，“我大
学学的专业跟艺术相关，就觉得“泰顺祥”一
定要跟评书结合，最开始还没想好相声的
事、评书讲什么？咱就讲营口的老事件。”

2012年10月6日，营口“泰顺祥”茶庄
隆重开业。

在装修上，“泰顺祥”沿袭老字号的特
色，内饰装修典雅大方、古色古香。在经
营上，“泰顺祥”秉承“茗茶书曲两芬芳”的
理念，为客人提供一个听书品茶，谈古论
今的场所，客人置身新茶庄，仿佛穿越到
100多年前的老茶庄。

“泰顺祥”依照老字号繁盛时期的经
营方式，引进了传统六大茶类的黑茶系
列，为客人展示传统茶道，传承茶文化。
在茶点上，从五元一碗的大碗茶到油亮亮
的琥珀油茶面、独家秘制的传统老八件，
皆由自家员工精工细作。

在经营过程中，李曜旭也在慢慢摸
索，任何创业都会遇到各种问题，“泰顺
祥”也是一样，“刚开始每晚演出从7点到8
点，由评书先生给大家讲评书，后来发现

到了夏天大家听不过瘾，一小时讲完了，
大家意犹未尽，节目也需要定期更新。”
于是，李曜旭便开始找寻营口当地的曲
艺人，希望他们在“泰顺祥”登台演出。

李曜旭回忆，在此期间由于各种原
因，“泰顺祥”相声茶庄经历了三次演员

“跳槽”“缺位”事件，“刚开始经营泰顺祥
真就是‘一波三折’，但我还要继续坚守
坚持，因为喜爱。”

年轻就要敢于拼搏，李曜旭将自己
的积蓄拿出来，用于“泰顺祥”的运营和
给演员薪酬上，“大家对传统曲艺是喜欢
的，如果没有人坚持，谈何传承。”

随后，在与营口市曲艺家协会合作中，
李曜旭聘用西河大鼓、快板、相声、评书等
艺人坐场演出，重现旧时的茶庄文化。

“冬天的老街，客人并不多，但我告
诉大伙，就算是店里没有客人，咱们对着
桌子椅子茶壶茶碗也得演，这才是坚持
坚守。生意好的时候开门，不好的时候
把门一关，把灯一闭，还省水电费了，那
还能叫坚守吗？”李曜旭坚定地说。

全年无休的“泰顺祥”被越来越多的
营口市民所熟知。

未来目标：带领“泰顺祥”进军海外

李曜旭介绍，为了让客人有更好的体
验感受，“泰顺祥”从开业到现在已经进行
了四次装修，仅装修费用就投入100多万，
现在李曜旭还成立了“泰顺祥”传媒公
司。2018年，“泰顺祥”茶庄还获得了辽宁
省商务厅授予的“辽宁老字号”称号。

在谈到未来发展，李曜旭表示自己的
创业目标是将“泰顺祥”相声茶庄做成品

牌，推广到海外市场，“就像洋快餐进入国
内一样，咱们也可以把中国老祖宗饭后喝
茶、听相声的艺术传到国外。”

今天，营口正在以国际视野和开放思
维打造“文化音乐港城”，再次迎来新时代
的文化繁荣，也为像李曜旭一样坚守着的
文化传承者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月宏


